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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EFACE

气候危机与企业责任
Climate crisis and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

当前，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、不稳定性因素

增多，面临后疫情时代通胀压力加大、全球供应

链调整等多重挑战。同时，气候危机的影响也在

不断加剧，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报告，2015年以来，

全球已经创下多个最热年份。2021年仍是历史上

最热的年份之一，全球平均气温比1850—1900年

平均气温高出约1.11℃。2022年3月1日发布的

《中国气象公报》显示，2021年我国平均气温比

1981—2010年平均水平偏高了1℃，成为我国70年

来最暖的一年！高温热浪、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

事件频发，气候变化影响凸显，正在对人类生存和

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

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，国际社会经过

二十多年的艰苦谈判，2015年达成了《巴黎协

定》，确定了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

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℃以内，并努力限制在

1.5℃以内的长期目标。根据IPCC近日发布的第

六次评估报告，如果要实现温升控制在1.5℃以内

目标，需要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2025年前达到峰

值，并在2030年前减少43%；同时，甲烷也需要减

少约三分之一。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紧迫的任务。

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，中国一直在全球

气候治理中发挥着参与者、引领者、贡献者的角

色。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

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、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

关键时期，提出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，加

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，深入打好污

染防治攻坚战，并向世界做出力争2030年前碳达

峰、2060年前碳中和的庄严承诺，这必将对中国

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变革，也将为解

决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做出积极贡献。

    企业既是经济发展的主体，也是减污降碳、科

技创新的主体，在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潮流下，加

快绿色低碳发展，不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，也是创

造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。企业履行气候

治理社会责任，重点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发力。

一是主动适应强化绿色低碳约束的政策环

境。目前，国家已构建起以1+N政策体系为基础

的“双碳”宏观战略，加强对企业的环境与气候

监管，是大势所趋。根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布

的2021年企业气候行动指数数据，44%的企业已

作出气候承诺，但只有13%发布企业碳中和目标，

多数企业还没有真正准备好。企业应充分利用国

家政策转型带来的战略机遇，主动转型，树立ESG

理念，加快绿色低碳创新，形成新的市场竞争优

势，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。

二是提高气候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。气候变

化对生态系统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正带来一系

列风险，包括127个关键气候风险和8类代表性关

键风险，同时，在绿色低碳政策约束下，高碳行业

成为搁置资产的机率也在提高。企业在制定发展

战略时，要加强气候风险识别能力，引入绿色保

险，降低因气候变化导致的风险损失；在投资策

略上，要增加对绿色低碳技术的投资，减少对高

碳行业的投入，避免未来的资产搁置。 

三是主动披露环境气候信息。2021年5月，

生态环境部印发《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

案》，加强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。根据有关报告，

目前上市公司在减排目标设定和披露上刚刚起

步，2021年只有16%的企业披露碳减排目标。未

来企业应逐步提高对环境气候信息披露的认识

和能力，切实提高信息依法披露的水平，回应社

会关切，保证公众充分的知情权，接受公众监督，

落实企业环境与气候责任。

四是加强绿色低碳企业文化建设。广泛开展

针对企业管理者的绿色低碳教育培训，鼓励企业

员工参与绿色低碳宣传活动和生态环境志愿服

务，营造绿色低碳文化氛围，加强绿色低碳典型

案例宣传，讲好企业绿色低

碳故事。


